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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性质对小白菜吸收铬（Ｃｒ）的影响及预测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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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集我国 １５个省份理化性质差异很大的耕作土壤，利用温室试验，以小白菜为研究对象，通过外源添加铬

（Ｃｒ），研究 Ｃｒ从土壤向植物的运移，探索影响 Ｃｒ生物有效性的主要土壤因素，并建立预测模型。结果表明，土壤

总 Ｃｒ含量、ｐＨ值和有机碳（ＯＣ）含量对小白菜吸收 Ｃｒ有显著影响。小白菜 Ｃｒ含量与土壤 Ｃｒ含量呈正相关，而与

土壤 ｐＨ值、ＯＣ含量呈负相关。相比于土壤总 Ｃｒ含量的单因素回归分析，将土壤总 Ｃｒ含量、ｐＨ值和有机碳（ＯＣ）

含量纳入逐步多元线性回归（ＳＭＬＲ）后评价 Ｃｒ生物有效性时，相关性更高，决定系数由 ０８６１提高到 ０９２７。Ｃｒ在

酸性土壤中生物富集系数（ＢＣＦ）较碱性土壤中更大。利用合并 ＣＫ、Ｃｒ１、Ｃｒ２处理 ３个处理的数据（ｎ＝４５）得到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预测方程（Ｒ２＝０９２７，ＲＭＳＥ为 ０１２），较单独使用 ＣＫ处理数据（Ｒ２＝０５７２，ＲＭＳＥ为 ０２５，ｎ＝１５）和

使用 Ｃｒ１和 Ｃｒ２处理结合的数据（Ｒ２＝０７４５，ＲＭＳＥ为 ０１７，ｎ＝３０）得出的方程，能更准确地评估 Ｃｒ在土壤中生

物有效性，试验结果可用于预测 Ｃｒ从土壤到小白菜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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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铬（Ｃｒ）在自然界中存在多种形态，Ｃｒ（Ⅲ）是人
体必需的元素，而 Ｃｒ（Ⅵ）具有一定的致癌和致畸作
用，由于其在土壤中有较强的溶解性和迁移性，是一

种危害性很大的微量重金属元素
［１－２］

。蔬菜作为人

们日常必不可少的消费品，特别是叶菜类蔬菜对重

金属有较强的富集能力，大多数重金属可以通过食

用蔬菜很容易进入食物链
［３］
，中国菜地土壤重金属

中以 Ｚｎ含量最高，其次是 Ｃｒ，设施菜地的 Ｃｕ、Ｃｒ含
量在所有类型中最高

［４］
，因此蔬菜类土壤的重金属

污染问题备受关注。

植物对重金属的吸收量受土壤中重金属含量的

直接影响，因此土壤中的金属总含量被中国和欧盟

等国家用作制定土壤质量标准的基本指标，但也有

研究表明，单独使用重金属总量不足以准确评估重

金属的风险，并可能会高估实际风险
［５］
。土壤性质

如土壤质地、ｐＨ值、有机碳（ＯＣ）、碳酸钙（ＣａＣＯ３）、
阳离子交换能量（ＣＥＣ）、氧化铝（ＡｌＯｘ）和氧化铁
（ＦｅＯｘ）等都会影响重金属在土壤中的迁移率和生

物有效性
［６－８］

。在对重金属风险评估时不能仅考虑

重金属总量，还应考虑土壤性质对重金属生物有效

性的影响
［９］
。然而，这些土壤性质之间的相互关系

使得影响土壤中 Ｃｒ生物有效性的主要变量难以确
定。因 此，可 以 通 过 逐 步 多 元 线 性 回 归 分 析

（ＳＭＬＲ），得出相应的回归方程，确定土壤性质和 Ｃｒ
生物有效性之间的关系。

现有关于 Ｃｒ的生物有效性方面研究的土壤类
型多集中在单一土壤或性质相近的土壤中，限制了

结果的普遍应用性
［１０－１３］

。中国地域广阔，土壤性质

差异很大，在进行土壤 Ｃｒ生态风险评价时需要考虑
不同土壤性质对 Ｃｒ生物有效性的影响，但目前仍然
缺乏在不同种类土壤上普遍适用的评价 Ｃｒ生物有
效性的方法。因此，构建适用于各种土壤类型的预

测模型至关重要。本研究评估影响小白菜 Ｃｒ生物
有效性的主要因素，构建小白菜在不同类型土壤上

吸收 Ｃｒ的预测模型，以期为 Ｃｒ的生物有效性和风
险评估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土壤
采集我国１５个省份理化性质差异较大的土壤，

采样深度为０～２０ｃｍ，土壤样品风干后过２０目尼龙
筛，供土壤基本理化性质测定。分析方法参照文

献［１４］。土壤样品中 Ｃｒ含量采用 ＨＪ４９１—２００９
《土壤 总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使

用湿酸消解法（ＨＮＯ３ ＨＦ ＨＣｌＯ４）对供试土壤样
品进行消解处理，浸提液使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Ｈｉｔａｃｈｉｚ ２０００型，日本）测量其中的总 Ｃｒ含量。
供试土壤基本理化性质如表１所示。

表 １　供试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Ｔａｂ．１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ｓｏｉｌ

编号 采样点 ｐＨ值

有机碳

质量比／

（ｇ·ｋｇ－１）

ＣａＣＯ３

质量比／

（ｇ·ｋｇ－１）

ＣＥＣ／

（ｃｍｏｌ·ｋｇ－１）

粘粒

质量分数／

％

ＦｅＯｘ

质量比／

（ｇ·ｋｇ－１）

ＡｌＯｘ

质量比／

（ｇ·ｋｇ－１）

Ｃｒ本底值

质量比／

（ｍｇ·ｋｇ－１）

１ 湖南 ４９０ ９００ ０ １０８５ ４２９１ １７１ ０１１ ４９６９

２ 重庆 ５７４ １０１４ ０ ２１３４ ２４９６ ２１４ ００８ ３１０１

３ 云南 ５９２ １９８７ ０ １１１０ ２７５２ １９７ ０２６ ５３７４

４ 江西 ６０１ ６７８ ０ ８７０ ３６５１ １７６ ０１８ ４４８１

５ 安徽 ６２５ １１６２ ０ １９０８ １６８４ ２３４ ００５ ３６９６

６ 黑龙江 ６２７ ２０７０ ０ ２８５９ １９３３ １９６ ００９ ５４２２

７ 吉林 ６８２ １９０５ ０ ３１１１ ３０１８ １８４ ０１９ ３５０７

８ 陕西 ７９０ ９５６ ３５６０ ２２３７ ２６０１ １２０ ０１７ ５８２７

９ 河南 ８０７ １０３２ ２７５０ １６０１ １８１８ ０９４ ０１５ ５０９７

１０ 新疆 ８１２ １１２７ １５０６ ２５２５ ９５７ １１９ ０１９ ７３４２

１１ 山西 ８２４ １３４４ ２５１５ １６８０ １７７４ １１０ ０１５ ５２７８

１２ 天津 ８２９ １２７７ ５３５７ ２４６７ ７５９ １６０ ０１６ ４６２６

１３ 甘肃 ８３７ １１１８ ３８５１ １１２３ ６６６ １６７ ０１３ ７９１７

１４ 山东 ８６５ ６８７ ３１６９ １３０９ １７１１ ０９２ ０１６ ５９８６

１５ 内蒙古 ８８０ ９４５ １１５１ １１６１ １０５１ ０７２ ０１９ ６６００

　　注：土壤编号以 ｐＨ值为序。

１２　实验布置和植物样品分析
在陕西省杨凌区进行盆栽实验。按照中国国家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Ｔ１５６１８—１９９５），将外源 Ｃｒ
（重铬酸钾 Ｋ２Ｃｒ２Ｏ７）以 ０、１５０、３００ｍｇ／ｋｇ的标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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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含有 １ｋｇ土壤的盆中。将 Ｃｒ溶解在水中后再
喷洒在供试土壤上，以确保混合均匀。将 Ｃｒ处理
（对照（ＣＫ）、Ｃｒ１、Ｃｒ２对应于 ０、１５０、３００ｍｇ／ｋｇ的
Ｃｒ施用量），每个处理重复 ３次，自然条件下放置
３个月使其自然老化。期间土壤含水率保持在最大
持水量的８０％，并且每周称量并补水。在土壤老化
期后，向每个盆土壤中加入含有０３０ｇＮ（尿素）、０１０ｇ
Ｐ（Ｃａ（Ｈ２ＰＯ４）２）和０２０ｇＫ（Ｋ２ＳＯ４）的基肥。然后
将小白菜种子直接播种在盆栽土壤中，发芽后，根据

长势每盆定苗２株。在整个生长期间土壤含水率都
保持在最大持水量的８０％。

生长６０ｄ后将小白菜收获，新鲜植物样品用蒸
馏水冲洗，鲜样在１０５℃下杀青２０ｍｉｎ，然后在 ７０℃
干燥至恒质量，粉碎过 ６０目筛备用。植物样中的
Ｃｒ含量采用 ＧＢ／Ｔ５００９１２３—２００３《食品中铬的测
定》方法测定，在密封的高压系统下用 ＨＮＯ３ Ｈ２Ｏ２
消化。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日立Ｚ ２０００型，
日本）测量植物样品中的总Ｃｒ含量。每个样品重复
３次，用菠菜类标准物质 ＧＢＷ—１００１５作标准参考
材料，以确保测试的准确性。

１３　数据分析
生物富集系数（ＢＣＦ）是植物样品中金属含量与

土壤中金属含量的比值。目前有两种常见的计算生

物富集系数的方法。第 １种为全量法［１５］
，计算方程

式为

Ｆｔｏｔａｌ＝Ｃｐｌａｎｔ／Ｃｓｏｉｌ （１）
式中　Ｆｔｏｔａｌ———全量法生物富集系数

Ｃｐｌａｎｔ———小白菜中 Ｃｒ质量比，ｍｇ／ｋｇ
Ｃｓｏｉｌ———土壤中 Ｃｒ质量比，ｍｇ／ｋｇ

第２种方法为外源法［１６］
，计算方程式为

Ｆａｄｄｅｄ＝（Ｃｐｌａｎｔａｄｄｅｄ－ＣｐｌａｎｔＣＫ）／（Ｃｓｏｉｌａｄｄｅｄ－ＣｓｏｉｌＣＫ）

（２）
式中　Ｆａｄｄｅｄ———外源法生物富集系数

Ｃｐｌａｎｔａｄｄｅｄ———添加 Ｃｒ处理的小白菜中 Ｃｒ质

量比，ｍｇ／ｋｇ
ＣｐｌａｎｔＣＫ———对照处理的小白菜中 Ｃｒ质量比，

ｍｇ／ｋｇ
Ｃｓｏｉｌａｄｄｅｄ———添加 Ｃｒ处理的土壤中 Ｃｒ质量

比，ｍｇ／ｋｇ
ＣｓｏｉｌＣＫ———对照处理土壤中Ｃｒ质量比，ｍｇ／ｋｇ

基于土壤基本理化性质，采用逐步多元线性回

归预测小白菜 Ｃｒ吸收。除了 ｐＨ值之外的所有数
据在分析之前进行对数转化以获得正态分布，数据

分析和作图采用 ＳＰＳＳ和 Ｅｘｃｅｌ软件。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添加重金属对小白菜 Ｃｒ含量的影响
如图１所示，ＣＫ、Ｃｒ１和 Ｃｒ２处理中小白菜 Ｃｒ

质量比范围分别为 ００２６～０１４８ｍｇ／ｋｇ，０１７５～
０３８３ｍｇ／ｋｇ和０３７１～０５３８ｍｇ／ｋｇ，平均值分别为
００８２、０２７１、０４３２ｍｇ／ｋｇ。Ｃｒ１和 Ｃｒ２处理中小白
菜Ｃｒ含量均显著高于ＣＫ处理中小白菜 Ｃｒ含量（Ｐ＜
００１），Ｃｒ２处理中小白菜 Ｃｒ含量又显著高于 Ｃｒ１
处理中小白菜 Ｃｒ含量（Ｐ＜００１）。在酸性土壤（土
壤１～７）中生长的小白菜中 Ｃｒ质量比（０２９７ｍｇ／ｋｇ）
高于在碱性土壤（土壤８～１５）上生长的小白菜中的
Ｃｒ质量比（０２３１ｍｇ／ｋｇ），这表明低 Ｃｒ在低 ｐＨ值
土壤上具有较高的生物有效性。土壤 ３虽然 ｐＨ值
较低，但 Ｃｒ的生物有效性较其他酸性土壤却不高，
其原因可能是土壤３的有机质质量比（１９８７ｇ／ｋｇ）
较高，降低了 Ｃｒ在土壤中的生物有效性。

如图２ａ所示，小白菜 Ｃｒ含量与土壤 Ｃｒ含量呈
显著相关（Ｒ２＝０７８８，Ｐ＜００１）。土壤中的 Ｃｒ质
量比（２０２６～３５５５９ｍｇ／ｋｇ）和小白菜 Ｃｒ质量比
（００２６～０５３８ｍｇ／ｋｇ）表现出很大的变化。将小白
菜 Ｃｒ含量与土壤 Ｃｒ含量对数化处理后，小白菜 Ｃｒ
含量和土壤 Ｃｒ含量之间相关性更高（Ｒ２＝０８６１，
Ｐ＜００１）（图２ｂ）。

图 １　不同 Ｃｒ处理下小白菜的 Ｃｒ质量比

Ｆｉｇ．１　Ｃ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ｒａｓｓ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２２　土壤性质对小白菜富集 Ｃｒ的影响
如图３ａ所示为用全量法计算的生物富集系数

（Ｆｔｏｔａｌ），相比于对照 ＣＫ，添加 Ｃｒ的处理 Ｃｒ１和 Ｃｒ２

显著增加了不同土壤中的生物富集系数（ＢＣＦ），但
Ｃｒ１和 Ｃｒ２处理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在酸性土壤

中 Ｆｔｏｔａｌ值较高，表明 Ｃｒ在酸性条件下具有较高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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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土壤 Ｃｒ和小白菜 Ｃｒ质量比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ｒａｓｓ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ａｎｄｓｏｉｌ
　

物有效性。相对于其他酸性土壤，土壤 ３、６、７的
Ｆｔｏｔａｌ显著降低，这可能是由于这 ３种土壤中有机碳
（ＯＣ）含量较高 （质量比分别为 １９８７、２０７０、

图 ３　不同 Ｃｒ处理下 １５种土壤中小白菜的生物富集系数

Ｆｉｇ．３　ＦｔｏｔａｌａｎｄＦａｄｄｅｄｏｆＢｒａｓｓ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ｉｎ１５ｓｏｉｌ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１９０５ｇ／ｋｇ）。土壤１２相对于其他土壤的 Ｆｔｏｔａｌ显著
降低，这可能是由于该土壤中 ＣａＣＯ３含量较高（质量
比为５３５７ｇ／ｋｇ）。与其他碱性土壤相比，土壤 １４
的 Ｆｔｏｔａｌ明显较高，这可能是由于土壤中有机碳含量
较低（质量比为 ６８７ｇ／ｋｇ）。如图 ３ｂ所示，用外源
法计算的生物富集系数（Ｆａｄｄｅｄ）变化规律及特征与
用全量法计算的生物富集系数（Ｆｔｏｔａｌ）相似。另外，
无论是用外源法计算的生物富集系数和用全量法计

算的生物富集系数在 Ｃｒ１处理均略高于 Ｃｒ２处理，
其原因可能是虽然 Ｃｒ２处理中植物 Ｃｒ含量较 Ｃｒ１
处理高，但其 Ｃｒ２处理土壤中 Ｃｒ含量也较高，导致
生物富集系数较小，但两个处理间的生物富集系数

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

２３　影响小白菜吸收 Ｃｒ的土壤因素
本研究通过简单回归分析和逐步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对植物中 Ｃｒ含量和土壤中 Ｃｒ含量之间的关系
进行分析，由结果可以看出，基于土壤 Ｃｒ含量的单
因素预测方程估计精度最低（ｌｇＣｐｌａｎｔ＝１１５ｌｇＣｓｏｉｌ－

３２５，Ｒ２＝０８６１，Ｐ＜００１），基于土壤 Ｃｒ含量和土

壤 ｐＨ值的双因素方程估计精度有所提高（ｌｇＣｐｌａｎｔ＝

２１４ｌｇＣｓｏｉｌ－０２３ＣＨ＋ ＋０１５，Ｒ
２＝０８９６，Ｐ＜００１，

ＣＨ＋为土壤ｐＨ值），而基于土壤Ｃｒ含量，土壤ｐＨ值
和土壤ＯＣ含量的三因素方程估计精度最高（ｌｇＣｐｌａｎｔ＝

２６８ｌｇＣｓｏｉｌ－０１３ＣＨ＋ －０２５ｌｇＣＯＣ －１６２，Ｒ
２ ＝

０９２７，Ｐ＜００１，ＣＯＣ为土壤有机碳质量比），可以看
出，将土壤性质纳入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改进了

Ｃｒ生物有效性的估计。其他土壤性质如粘粒含量、
ＣＥＣ、ＣａＣＯ３含量、Ｆｅ或 Ａｌ氧化物含量均未显著提
高方程的精度，因此没有被回归到预测方程中。小

白菜 Ｃｒ含量与土壤 ｐＨ值及 ＯＣ之间的简单关系如
图４所示。
２４　从土壤到小白菜的 Ｃｒ转移预测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方程可用于预测重金属从土壤到植
物系统转移

［１７－１９］
，其方程式为

ｌｇＣｐｌａｎｔ＝ａ＋ｂｌｇＣｓｏｉｌ （３）
式中　ａ、ｂ———常数

相对于单因素（土壤 Ｃｒ含量）模型，添加 ｐＨ
值、ＯＣ、ＣＥＣ和粘粒含量等土壤性质后的模型，可以
提高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方程的相关系数。对数转换的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模型经常被应用于研究各种土壤 植物系

统中的重金属吸收。

７４２第 １期　　　　　　　　　　　代允超 等：土壤性质对小白菜吸收铬（Ｃｒ）的影响及预测模型研究



图 ４　小白菜 Ｃｒ质量比与土壤 ｐＨ值、土壤 ＯＣ含量之间的简单关系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ｐｌ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ｒａｓｓ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ｓｏｉｌｐＨ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ＯＣｉｎｓｏｉｌｓ
　

可以通过预测值和实测值之间的均方根误差

（ＲＭＳＥ）和决定系数（Ｒ２）来获得最佳预测方程，
ＲＭＳＥ越小，Ｒ２越大，其方程预测效果最好。在本研
究中，基于方程（３），根据不同来源的 Ｃｒ数据，分别
是对照法（ＣＫ）、全量法（Ｃｒ１、Ｃｒ２）、外源法（Ｃｒ１
ＣＫ、Ｃｒ２ ＣＫ）和利用合并 ＣＫ、Ｃｒ１、Ｃｒ２３个处理数
据的方法，对预测方程进行计算，共得到４个不同方
　　

程，如表２所示。由表 ２可以看出，小白菜 Ｃｒ含量
与土壤 Ｃｒ含量呈正相关，但与 ｐＨ值和有机碳含量
呈负相关。通过绘制不同 Ｃｒ来源的预测值和实测
值之间的关系图（图 ５）可以看出，通过合并对照和
Ｃｒ处理计算的回归方程预测效果最好（Ｒ２＝０９２７，
ＲＭＳＥ为０１２）。

表 ２　基于不同数据源的小白菜 Ｃｒ吸收的预测方程

Ｔａｂ．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ｒ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ｒ处理 回归方程 Ｒ２ Ｐ ｎ

对照法（ＣＫ） ｌｇＣｐｌａｎｔ＝１８６ｌｇＣｓｏｉｌ－０２３ＣＨ＋ －０１４ｌｇＣＯＣ－０１１ ０５７２ ＜００１ １５

全量法（Ｃｒ１、Ｃｒ２） ｌｇＣｐｌａｎｔ＝２４７ｌｇＣｓｏｉｌ－００８ＣＨ＋ －０３３ｌｇＣＯＣ＋１０５ ０７４５ ＜００１ ３０

外源法（Ｃｒ１ ＣＫ、Ｃｒ２ ＣＫ） ｌｇＣｐｌａｎｔ＝１６２ｌｇＣｓｏｉｌ－０１７ＣＨ＋ －０２９ｌｇＣＯＣ＋０６７ ０６９８ ＜００５ ３０

合并法（ＣＫ、Ｃｒ１、Ｃｒ２） ｌｇＣｐｌａｎｔ＝２６８ｌｇＣｓｏｉｌ－０１３ＣＨ＋ －０２５ｌｇＣＯＣ－１６２ ０９２７ ＜００１ ４５

　　注：ｎ为处理数。

图 ５　不同数据来源的小白菜 Ｃｒ测定和预测值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ｌｇＣｐｌａｎｔ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ｌｇＣｐｌａｎ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ｒ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　讨论

通过小白菜 Ｃｒ含量和土壤 Ｃｒ含量之间的简单
线性回归分析可以看出，随着土壤 Ｃｒ添加量的增
加，小白菜中的 Ｃｒ含量也随之增加，说明两者之间
存在正相关关系（Ｒ２＝０７８８），将数据进行对数处

理后，小白菜 Ｃｒ含量和土壤 Ｃｒ含量之间相关性有
所提高（Ｒ２＝０８６１，Ｐ＜００１）（图 ２ａ、２ｂ），其原因
可能是对数化处理后，提高了数据间方差变异的同

质性，其他的研究也有类似的报道
［２０－２２］

。

通过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ＳＭＬＲ）所构建的
方程可以看出，小白菜中 Ｃｒ含量和土壤中 Ｃｒ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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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正相关，但和土壤 ＯＣ含量和土壤 ｐＨ值呈负相
关。土壤 ｐＨ值控制重金属在土壤固相中的沉淀、
溶解以及金属的吸附解吸、络合和酸碱反应等

［２３］
。

因此，土壤 ｐＨ值对土壤中 Ｃｒ的形态有直接的影
响。本研究证实，在酸性土壤中的小白菜 Ｃｒ含量和
生物富集系数都较大，表明 Ｃｒ在酸性土壤上具有很
高的生物有效性，其他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

［２４］
。土

壤有机质含量也与 Ｃｒ的生物有效性呈负相关，原因
可能是土壤中有机大分子与重金属离子发生络合反

应，生成不能被小白菜利用的有机物大分子，从而降

低了小白菜对 Ｃｒ的吸收［２５］
，有机物料腐解后产生

的某些基团能有效吸附、络合土壤重金属，从而减少

重金属的生物有效性
［２６］
。另外，有报道称有机物料

施用还能改变土壤中重金属的形态
［２７］
。通过对比

逐步多元回归分析和简单线性回归分析可以看出，

植物 Ｃｒ含量和土壤 Ｃｒ含量之间的简单线性回归分
析不能完全反映出土壤性质对 Ｃｒ生物有效性的影
响，在评价 Ｃｒ的生物有效性时，将土壤理化性质纳
入回归方程可以提高方程的相关性，评价效果更好，

说明土壤性质（ＯＣ含量、ｐＨ值）对小白菜从土壤中
吸收 Ｃｒ有显著影响。在这方面，许多学者都进行了
相关研究

［１６，２１－２２，２８］
，本研究的土壤来源更加广泛，

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

目前用于评价重金属生物有效性的模型主要有

经验模型和机理模型，机理模型通常基于土壤参数

（如土壤溶液中离子的扩散系数）和植物特征（如根

大小和几何形状，根的离子吸收的动力学参数），其

评价体系较为繁琐
［２９－３０］

。由于经验模型更简单和

准确，近年来很多研究人员使用经验模型预测重金

属的生物有效性
［２２，２８］

。例如，ＦＲＡＮＣＯＩＳ等［３１］
研究

指出，经验模型比机理模型预测小麦中的重金属浓

度更准确，这是由于经验模型考虑了土壤 ｐＨ值、
ＣＥＣ和土壤重金属的活性等因素。宋文恩等［３２］

研

究水稻中镉的生物有效性时利用经验模型获得的预

测方程，可以解释模型变异的 ８１９％以上。ＤＩＮＧ
等

［３３］
利用经验模型研究根菜类蔬菜铅的生物有效

性时获得的预测方程，可以解释模型变异的 ９３％以
上。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型方程通常基于容易测量的土壤性
质参数而得出，比如 ｐＨ值，ＯＣ、ＣＥＣ和重金属总量
等，已经被广泛用于评估重金属从土壤到植物转移

特征
［３４］
。

本研究分别用对照法 （ＣＫ）、全量法 （Ｃｒ１、
Ｃｒ２）、外源法（Ｃｒ１ ＣＫ、Ｃｒ２ ＣＫ）和合并法（ＣＫ、
Ｃｒ１、Ｃｒ２）对预测方程进行计算，共得到 ４个不同方
程，各方法得到的预测方程预测效果都较好，但合并

法得到的方程预测效果最好，实测值和预测值相关

性最高（Ｒ２＝０９２７，ＲＭＳＥ为 ０１２）。另外，本研究
中１５个不同土壤基本理化性质的变化范围比较大，
特别是 ｐＨ值和有机碳含量，以确保这些变量在回
归模型中的意义。本研究得到的预测模型可以为中

国土壤 Ｃｒ污染对叶菜类蔬菜的生态风险评价和土
壤环境质量标准的修订提供参考。

４　结论

（１）小白菜中 Ｃｒ含量与土壤中 Ｃｒ含量呈正相
关，与土壤 ＯＣ含量和 ｐＨ值呈负相关，Ｃｒ在酸性土
壤中富集系数比碱性土壤大，植物 Ｃｒ含量和土壤
Ｃｒ含量的关系在经过对数处理后，其相关性更好。

（２）相对于单因素（土壤 Ｃｒ含量）模型，通过逐
步多元线性回归得到的多因素（土壤 ｐＨ值、ＯＣ和
土壤 Ｃｒ含量）预测模型的相关性更好，决定系数 Ｒ２

由０８６１提高到０９２７。
（３）利用合并 ＣＫ、Ｃｒ１、Ｃｒ２处理 ３个处理的数

据得到的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预测方程（Ｒ２ ＝０９２７，ＲＭＳＥ
为０１２），较单独使用 ＣＫ处理数据（ｎ＝１５）和使用
Ｃｒ１和 Ｃｒ２处理数据（ｎ＝３０）得出的方程，能更准确
地评估 Ｃｒ在土壤中生物有效性，可以用于估计 Ｃｒ
从土壤到小白菜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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